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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捧读 杨凤阁先生《瑞园居随笔》一书的清样，心头不禁一阵惊喜：杨 总终于出书了！
该赞，该贺！
正是：乐于为人作嫁衣，自甘弓背当人梯。
善将白发唱黄鸡。
一腔真情化心香，五洲萍踪印雪泥。
华笺任君纵横笔。
（试寄“浣溪沙”） 凤阁先生是河南荥阳人，1956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是我国著 名史学大师
白寿彝、何兹全两位老先生的得意弟子。
毕业后留校任教，又 和这两位史学大师同在一个教研室。
在光辉楷模的示范下，他兢兢业业，孜孜以求，甘为蜡烛，乐当人梯，其粉笔生涯连绵度过了十六个
年头。
1976年，他调回河南，曾出任河南省新闻出版局局长、河南人民出版社社 长兼总编辑，他不仅挺身负
责管理，而且伏身认真编书，把河南的出版业 搞得红红火火，声誉遐迩！
1990年，在那个特殊的时段，省委又特意作出 决定，特意调他到河南日报社出任总编辑。
新闻对凤阁先生来说，又是一 个全新的领域，他勇挑重担，知难而进。
在出版社，年年制定计划，月月 确定选题，八方走访作者，精心审定书稿，好书出版了万万千千，他
自己 却只出版了《三年靖难战争》等四本小书。
在报社，研究报道方案，带领 记者采访，字斟句酌稿件，秉灯审签大样，堪称信息密集，责任重大，
争 分夺秒，晨昏颠倒！
报纸一天出许多版，一月一沓厚厚的合订本，他一直 干到年逾花甲退休，都是在为人作嫁衣！
所以我说“乐于为人作嫁衣，自 甘弓背当人梯”，以此来概括凤阁先生的大半生的人生生涯，是一点
也不 过分的！
凤阁先生终于出书了！
收在这个集子里的作品，我看大多都是他从河 南日报总编辑岗位退下来以后撰写的。
苏东坡当年被贬黄州期间，一次游 览蕲水（今湖北浠水县）清泉寺，看到一条名叫兰溪的小河从东向
西流淌，顿有所感，遂写一首《浣溪沙》：山下兰芽短浸溪，松间沙路净无泥。
萧萧暮雨子规啼。
谁道人生无再少？
门前流水尚能西！
休将白发唱黄鸡。
凤阁先生“东隅”期间甘作蜡烛，乐于为人作嫁衣，“桑榆”之时伏 案耕耘、奋笔著述，确是“善将
白发唱黄鸡”，仅此就很感人！
他的实践 证明，人生可以再少，流水能够向西，这对许多老年人都是有启发意义的。
凤阁先生从河南日报总编辑岗位退下来以后，虽然还在省人大任着要 职，但与过去比，不仅有了较多
的余暇可以“读万卷书”，而且有了较多 的机会可以“行万里路”。
从这个集子荟萃的随笔可以看到，他足迹处处，萍踪很广。
从大河上下到大江南北，从神州大地到欧美 国家，岁月赋人缤纷意，华笺任君纵横笔！
其中，既有对国内民生、民情、民事、民意的考察，也有对域外政体、经济、文化、风情的掠影。
他勤 于观察、勤于思考、勤于笔耕，几乎足迹所至，便有笔墨所凝。
读读他笔 下的山水风光，便觉诗涌画展，魅力无穷；读读他笔下的人物素描，便觉 惟妙惟肖，生动
传神；读读他笔下的图书评论，便觉中肯贴切，言简意赅 ；读读他笔下的异域见闻，便觉新颖深刻，
情趣盎然！
由于他对历史有极 其深厚的积淀，所以，他的笔触一旦涉及历史，更是溯往钩沉，有论有据，如江河
之流，波翻浪涌，洋洋洒洒，有很强的可读性。
凤阁先生还极重 情谊，笔下的同乡情、同学情、同事情、同志情，都写得既朴朴实实，又 十分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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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集的开头几篇，写的是师生情，他用饱和着泪水的笔墨，且 仰且慕、如泣如诉地缅怀他的恩师白寿
彝、何慈全两位老先生，实如心香 一炷，绵绵无绝，即使掩卷，我国这两位史学大师的凛然风骨、冰
雪情操、治学精神和学术品格，也会像两尊巍巍雕像永远矗立在心头⋯⋯ 论岗位，他是上峰，我是下
属，他是我的直接领导，我们是新闻这块 舆论阵地上的亲密战友；论居住，他住三楼，我住四楼，我
们同楼同门，是只隔一层楼板的“芳邻”；论年龄，他长我四岁，却志笃意合，情同手 足。
当年，为申请创办《大河报》，我们俩一同到京城奔波，夜里共住北 京日报社的一间小小客房。
我们议论风生直至深夜，心潮澎湃总难平息。
他吃了两片安定暂不作声了，我辗转反侧仍无睡意，曾伸手在我们公用的 床头柜上去偷摸他的安定吃
⋯⋯许是这种特殊情谊，他的书稿清样打出之 后，愿意让我当第一读者来饱享大作的第一缕墨香，我
自然十分感激；他 还希望我写点文字放在正文之前作为“开场锣鼓”，这种信任让我受宠若 惊！
自古道：尊敬不如从命。
于是，我有此赘语，聊充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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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时光不能倒流，可作者脑海中的时光 却逆向而行。
2004年9月5日，一场劫难（做颈动脉手术中出现了脑溢血）从 天而降，死神拉住了他的手。
家人、朋友声声呼唤我回来，医生紧紧握住 《瑞园居随笔》的作者的手不放。
死神妥协了，他与死神擦肩而过，死而 复生，又同到了人间。
几年的休养生息，他感悟到生命的脆弱与宝贵。
人 活着就会有思维，往事一幕幕不停地展现在头脑中。
最多出现的画面，是 恩师、家人、朋友对我说：“不要忘记无怨无悔的过去，要看到光明美好 的前
景。
你还有许多原定的事情没有完成，你可以做、能够做，坚强起来，切记有志者事竞成。
”有了自信，就有了追求。
于是，作者打开书柜，翻阅封存的文章，沉浸在难忘的回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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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杨凤阁，1936年生于河南荥阳。
1960年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毕业后留校任教。
1976年调入河南人民出版社，先后任社长、总编辑。
1987年任河南省新、闻出版局局长、党组书记，出版工作者协会主席，并被评为编审。
1990年调入河南日报社，任总编辑、党委书记、高级编辑，.省记协主席，并选任第五届省委委员。
曾担任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常务理事、省史学会副主席、《史学月刊》编委。
曾任河南省人大常委会第八、九届常委。
著有《三年靖难战争》等四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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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寿彝师的最后教诲巍巍乎，白寿彝——人品为中原骄傲 史德成学界楷模为何师寿一生爱国关心政治与
时俱进——读何兹全著《爱国一书生》永葆学术青春的史学大师——庆祝何兹全先生90岁论文集大学
生活拾零李长春和河南红豆妹良媒良缘豫苏携手——河南各市地与江苏各市互结对子记略希望在山潜
力在林——省人大常委会部分委员视察嵩县、栾川林业小记党委如何领导报纸——从一位市委书记的
看法说起接受美联社记者采访托起朝阳——禹州助学助教基金会二三事成吉思汗及其陵园中原汉边疆
魂观庙衙署嘉应观与时俱进的岳麓书院山南——藏民族的精神家园想起一九○○年“北京的敦煌”—
—云居寺“佛指舍利”答客问喜看毛书“实事求是”石刻感受维也纳议会访欧琐记旅美琐记会见何礼
仕议长建立相互补充的经贸关系——一位韩国经济界人士对中韩经贸关系的分析请看这一家可贵的启
迪我这两年多新闻队伍作风建设三议老陈，我们永远记着你！
坚持正确舆论导向服务改革发展稳定对张光辉的新认识——《为之则易》读后评《汴梁晚报》认识要
达到这样的高度——也谈“非典”带来的启示闲话“小费”舆论学研究的重要成果——《舆论与信息
》简评关于青少年出走问题之我见有话说给工人听因小失大的蠢事干不得——从禁止发菜市场说起后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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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000年3月23日，上午我在省人大开会，下午才看报纸。
《光明日报》第三版，“著名史学家白寿彝逝世”几个黑字刺进眼 睛，我一下子呆了。
寿彝师是开封人，曾在河南中州大学念书，在 河南大学教书，多年为河南选出的全国人大代表和人大
常委，是我 的恩师。
文中说：“中国共产党党员，著名史学家、教育家、思想家 和社会活动家，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
研究生导师白寿彝先生于 3月21日23时3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1岁⋯⋯” 啊！
敬爱的白寿彝老师走了，离开他的史学研究和教育事业，离开他的书房，离开他的亲人，离开他的朋
友和学生，真的走了。
史学界又失去一位大师，从此再也不能聆听先生的教诲和批评了！
1956年，我考进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毕业后留系教书。
寿 彝师多年是我的教研室主任、系主任。
“文革”后期林彪摔死以 后，根据寿彝师的倡议，北师大组建由先生主持的“中国通史编写 组”，
寿彝师要我协助他做组里的事务工作，直到1976年3月我调 回郑州。
“通史编写组”就是北师大史学研究所的前身。
是先生 把我领入史学领域，教给我许多为人处世的道理。
回郑以后，尽管 改做出版和新闻工作，但只要有机会，我总要去看望先生，趋前受 教。
特别是最后一次先生对我的教诲，仍言犹在耳，宛如昨天。
那是1997年10月初，我在北京参加中国记者协会常务理事 会，抽空回母校看望老师。
第一家是何兹全老师和师母郭良玉老 师。
兹全师比寿彝师小两岁，长期是我的教研室主任、系副主任，是汉魏封建论学派的创始人，在中国古
代史诸多领域，辛勤耕耘 60载，研究成就举世瞩目。
我对何师和师母既有对师长的尊敬，又有对长辈的亲情。
因此谈话内容广泛，亲切随便。
我说还要去 看白先生，何师说有一些时日没看白先生了，一起去吧。
师母给了 我一挂很好的香蕉，让带给白先生。
寿彝师原来住在校外，“文化大革命”以后才搬到校内的“教 授楼”。
这幢楼建于20世纪50年代初期，现在不仅“赶不上形 势”，甚至显得有些破旧。
虽然是4居室，但客厅很小，熟人去了，一般就在卧室见面。
看到我们，先生很是高兴。
先生的助手、女弟 子刘雪英副教授倒了茶水，师生几人落座说话。
我首先向先生请 安，问候起居饮食。
先生说：“能吃能睡，脑子也好使，大夫告诉我 内部器官没大毛病，就是两条腿不争气，不能走路。
” 先生身体一直很好，只是有多种眼疾，严重影响视力。
记得早 在1964年的欢迎新生大会上，先生作为历史系主任讲话时，就诙 谐地说：“路上碰到我，你们
打招呼，如果我没有回应，可不是我架 子大，我眼睛不好，看不清呐！
”大约是20世纪80年代，有几年视 力坏到不能看书，著述只能口述，由助手雪英同志代笔，必须查的 
资料，也是告诉某书某卷，请助手去查。
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主 编12卷本22册《中国通史》和其他科研项目，仍然坚持照常进 行。
对先生这种毅力和精神，史学界无不敬佩，特别是我们这些学 生。
公道地说，长年做先生的助手，帮助先生接待客人、处理琐事 的雪英同志，也功不可没。
我对雪英同志既钦佩又感激，每次见她 都要表达上述意思。
P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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